
晚报版 国内国内编辑编辑 // 杜竹青 郭 娜 校对杜竹青 郭 娜 校对 // 张 婧张 婧 1212版版 20252025年年77月月1414日 星期一日 星期一

问：今年是我国加入世界遗

产公约40周年。40年来，我国在世界文

化遗产申报保护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答：一是优化调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策略。党

的十八大以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大运河、良渚古城遗址、北京中轴线、西夏陵等11项

文化遗产连续申遗成功，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突破管理瓶颈，全力推动我国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跨部门、央地军

地协同管理机制，逐步提升保护管理机构层级，推进

遗产保护、管理、监测、展示与旅游统一管理，着力破

解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难题。

三是推进世界遗产理念与中国保护实践相

结合，立足中国文物保护的自身规律，探索中国

特色保护理念体系。修订《中国文物古迹保护

准则》，推进文化景观等新型文化遗产保护，探

索长城分类分级保护策略和活态遗产保护利用

思路。

四是实施长城、莫高窟、故宫、避暑山庄、布达拉

宫、大足石刻等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展示重大工

程，全面提升遗产保护展示水平，形成一批保护修

缮、保养维护、展示阐释示范案例。

五是鼓励科技创新，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建立世

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推进壁画彩画与土遗址

保护材料、关键技术攻坚，形成数字化保

护技术标准规范，推动数字化赋能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取得一系列成果。

六是参与世界遗产国际治理体系建设，贡献遗

产保护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多次成功举办世界

遗产大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等重要国际会

议，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国际组织合作推进保

护理念、数字技术、遗产监测研究，联合开展管理咨

询、能力建设项目，取得丰硕成果。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开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提升专项行动”，会同相关地方各级党委政府，

全面提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能力和水平，并将

更多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世

人更好、更全面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中华民

族精神追求、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西夏陵西夏陵””成功列入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 电

（记者 徐壮 杨湛菲） 当地时

间11日下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

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我国2025年申报项目“西夏陵”正

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

第60项世界遗产。对此，记者专

访了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

物局局长饶权。

77月月1010日拍摄的西夏陵日拍摄的西夏陵11号陵与号陵与22号陵号陵（（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问：“西夏陵”的突出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

重要发展阶段，西夏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

要组成部分。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

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

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

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其在选

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营造技术、丧葬

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的特征，全面承袭唐宋帝陵陵寝制度

和传统木构建筑

体系，吸收党项、吐蕃、回

鹘、契丹、女真等多元族群文化

传统，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蒙古高原与青藏

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

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西夏

陵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

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西夏陵”符

合世界遗产标准 2

和标准 3，认可西夏

陵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同时，世

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赞赏中国政

府在西夏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认为西夏陵文

物保护法律体系、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土遗址保护实践与

科研，为保护该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重要见证

问：“西夏陵”申遗成功有何重大意义？

答：“西夏陵”申遗成功，是中央有关部门、宁夏回族

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重要论述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

成果。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

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

承、利用工作，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所开展的长期实践

和取得的显著成效。

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也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历

史文化价值和中华民族精神追求，进一步呈现了中华文

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

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制度体系、科学理念、保

护能力和技术水平，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以及我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

面的积极探索。

问：下一步，对于西夏陵的保护、研究、阐释工作有哪

些安排？

答：一是持续加强遗产保护。实行常态化监测，开展

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研究，进一步提升土遗址保护能力水

平，重点推进土遗址日常保养维护和预防性保护，按照轻

重缓急原则制定保护加固计划，改善陪葬墓及各类遗存

保护状况。加大对周边环境风貌的保护，推动遗产地全

面、可持续发展。推进西夏相关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构

建大保护格局。

二是持续深化文物考古学术研

究。开展西夏陵

防洪工程遗址等考古研究工作，做好已有考古成果梳

理，加快推进考古报告、研究报告编辑出版和专业著作、

学术文章撰写发表，进一步挖掘提炼西夏陵价值内涵，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扩大我国西夏学研究成果的影

响力。

三是强化保护管理机构队伍建设。支持指导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整合相关资源，进一步增强银川西夏陵

区管理处专业力量，制定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

加强与国内外专业机构的交流合作，提升西夏陵保护能

力和水平。

四是完善遗产价值展示阐释体系。在深化价值研究

的基础上，以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突出价值阐释为核心，

整合周边西夏相关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策划文物主题游

径，提升价值传播能力。同时，规范旅游经营活动管理，

避免旅游过度开发。

用实际行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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